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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什么是儒商？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本人的研究，也只是初步涉及这一领域。
因此，本书大体上属于经验型的著作。
即首先尊重事实，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初步的分析。
在研究黄炎培的过程中，笔者发现他同近代的企业界人士联系非常密切。
他本人系前清举人出身，有很好的儒学修养，对传统文化持肯定而不是否定的态度。
他本人坚持来源于传统的道德操守，对自己有严格的要求。
但他所从事的乃是现代教育事业，并由此与当时的企业家建立起广泛的联系，他在他们中间同样宣传
自己坚持的“为公不为私”的伦理思想。
这些都引起了我对现代企业家的伦理思想的兴趣。
但是，黄炎培联系的各行各业的企业家非常广泛，不是以个人的精力和能力所能研究透彻的。
根据社会上的流传，黄炎培曾传达毛泽东的话，肯定了四位近代的企业家，即张之洞、张謇、范旭东
、卢作孚。
事实上，根据黄炎培1953年8月12日的日记记载：“偕力子访李烛尘，因谈苏联彼得大帝电影片，有公
正的批判。
李烛尘述：毛主席说，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批判，中国张之洞、张謇、范旭东、卢作孚于经济建设有
贡献的。
”此记录与外界传说不同，毛泽东肯定四位企业家的话，是李烛尘告诉他的。
除张之洞是晚清官吏，经营的是官办企业以外，其他三人都是民营企业家。
而这三个人与黄炎培的联系，都非常密切。
此外，与黄炎培关系密切的华侨商人陈嘉庚，是近代中国一位很突出的优秀人物，他也是得到毛泽东
充分肯定的企业家。
他们都是近代中国民营企业家中的优秀人士，是民营企业界的领袖人物。
他们的伦理思想和行为方式，与儒学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之问也有着许多共同的特点。
因此，本书根据自己的能力与研究方向，选择了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陈嘉庚为主要的研究对象，
而以黄炎培的伦理观作为轴心，进行分析。
他们是一个互相联系的、心灵呼应的群体，在民间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因此，本书的研究范围，是对近代企业界人士与传统文化的关系进行研究，而不是研究中国社会中传
统的旧式商人与儒学的关系。
这中间显然有重大的区别。
当然，对社会先进人物的研究，与对一个社会阶层或一个群体的整体研究，虽然是相关的，但并不是
完全一致的，因而它不可能替代整体性的研究，而只能是为整体性研究，作一些铺路的工作。
除了张謇有“言商仍向儒”的自诩，其他人并没有以儒商自居。
“儒商”的头衔，是我按照目前社会上流行的概念加上去的。
由于对儒商问题的理论研究还不足，要对儒商进行定义，还比较困难，我在这里也只是作为一个形象
性的模糊的概念来使用。
之所以敢于大胆使用这个概念，因为这几位先进人物，至少可以归入最狭义的儒商范围之内。
第一，除陈嘉庚属于华侨的特殊身份外，黄炎培、张謇、范旭东、卢作孚都不是从传统商人演变转入
现代企业活动的，而是传统文化人(即士)转向现代企业活动。
第二，他们都接受过相当系统的儒学教育，尊重以儒学为主的传统文化。
第三，他们接受儒学君子的社会责任观念，首先对国家社会负责，为了这一目的而进行现代企业活动
的。
第四，他们接受儒家把清贫看成美德的传统观念。
即使个人掌握财富，也把财富用在公益事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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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商的概念，只是说明他们在发展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中受到传统儒家伦理观的影响，以及表明在此影
响下，他们与西方资本主义伦理观的区别。
通过这些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文化)对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影响，也可以看到中
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中的特点。
上述几位历史人物，学术界作为个案，多有研究。
本书是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把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了他们的“儒商”特色
和共性。
本书通过研究，希望纠正过去历史学界把他们简单地归纳到“大资本家”、“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的
错误分析。
对于这些不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甚至没有多少私人资本，为社会服务，过着简朴生活的特殊的企业经
理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分析和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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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以黄炎培、张謇、陈嘉庚、范旭东、卢作孚为典范，来审视近代以
来中国工业化起步时期的历史，并分析以实践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投身于现代工商业的这一
批士大夫所体现出的为社会服务、为公不为私的传统儒学伦理。
他们虽然是企业的领袖，但不是资本家；他们是企业的经理人，却不谋求企业的控股权；他们在事业
上获得了巨大成就，却不以积累个人财产为经营目的；他们把自己的事业所得全部贡献给了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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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朱宗震，1941年生，上海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
重点研究1912—1913年以及1947—1950年间的中国质史。
主要著作有《民国初年政坛风云》、《孙中山在民国初年的决策研究》、《孤独集——朱宗震自选史
学论文集》等，曾参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的写作。
学术风格：努力在大视野下从事具体问题的实证研究，从微观研究中提炼宏观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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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六章 黄炎培：为公不为私的伦理观(上)第一节 修学经过和文化本位黄炎培于1878年10月1日出生在江
苏松江府的川沙厅，即现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川沙镇。
黄炎培的父亲以教书和游幕为生，一生清贫。
在他少年时，母亲和父亲先后去世。
叔父开一家小店，资本薄弱，经营困难。
外祖父则是一个乡居不仕的读书人。
黄炎培读书，教书，办事，谋生。
青少年时期，就在这样一个传统环境中生活。
那时代的读书人，既有升官发财的前景，也有终身落魄的悲剧。
谋生的方法不能不走向拓宽的道路。
黄炎培的同乡老友张志鹤回忆他开始做八股文章时，祖父骂他说：“是何言，曾见几个读书人有饭吃
？
吾家种田吃饭，汝只须识几个字，便垦泥块过活可也，切勿上当。
”士、农、工、商之间，本没有绝对的界限。
黄炎培对他的青年时期，有过一些回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时代的信息。
黄炎培在解放前出版的《民主化的机关管理》一书中写道：“我生长于江苏之川沙，十九岁以前在家
塾读书，二十岁当家塾教师，仍努力自学，二十三岁入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南洋公学特班肄业，只一年
余，因闹学潮解散，我的正式修学时期遂告终。
那是早已入上海县学，去应江南乡试勉获中式，不再去考科举了。
就在本乡川沙创办一公立小学，凶演说受革命嫌疑，下狱。
既而亡命走日本，归为小学、中学、师范教师。
尝受友人之托，负责创办一中学，同时为县视学，劝学所长，为省谘议局议员，调查各县地方教育。
民国成立，为省教育行政官，计划建设全省教育。
为报馆记者，游历国内各省及朝鲜、南洋群岛，尝漫游美利坚全国。
在这个期间，偕同志创设中华职业教育社、职业学校，从事职业教育，职业补习教育，职业指导及农
村改进等种种试验。
又创设一历史图书馆，大规模整理史料。
中间为了在社会上决心服务，曾一度拒却北京政府省教育行政官的使命，两度拒却中央教育行政首长
的特任使命。
曾谢绝世务，闭户读书两年半。
‘九一八’事变起，离开原有生活环境，一心从事抗敌救国工作。
七七事变以后，在这八年抗战中间，先后以国防参议会参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资格，参与若干种
实际的工作，迄于日敌败降。
这是以往我生经过的大概。
这五十年问，可以说学校修学时期特别短，而社会服务时期特别长，恰给予我亲亲切切地究心办事的
机会。
”他在解放后出版的《八十年来》一书中回忆说：“我的父亲是知识分子，自己没有土地，并且没有
房屋，终他的一生租住人家房屋的。
个性是得钱即使，挥金如土。
他和他的胞兄先后考取了秀才。
兄死了，他教一弟又一弟，教一个学生又一个学生，都考取了秀才，他就放弃家塾教师生活，漫游河
南、广东、湖南，当督抚的秘书。
”“我曾得到过一个机会，深入十九世纪末期落后社会的一个角落——商业社会，在那儿接触到一些
情况。
我有叔在川沙市独资设一所百货零售商店，为了照顾父母俱亡的我，平时尽管读书孟家家塾，暑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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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招我人城去临时帮忙，给我一些临时工资。
我就学会了零售柜上一些必要的技术。
”现在黄炎培的故居纪念馆，原是他借住的姑丈家，黄炎培在《日记》中说：“川沙近百年来文化中
心，必推我姑丈肖韵沈先生家⋯⋯炎培二十五岁前寝馈于先生书斋，受教最早，印象亦最深。
”青少年时则在外祖父家，即“东野孟宅”读书，“余读书是宅盖足十年”。
黄炎培在抗战前出版的《川沙县志》中大致回顾了接受新思想的经过：“那时候，我在上海南洋公学
读书，到了十月，公学发生罢学大风潮，退学的学生大部分联合起来，创办爱国学社于上海。
我呢，和川沙一般朋友如张伯初先生(名志鹤)等，老辈如陆逸如先生(名家骥)等，都是受着了‘教育
救国’新学说的影响，看看国事，已经糟到不可收拾；看看老百姓，大家还是睡在鼓里。
记得当时我还亲见一本书，叫做《并吞中国策》，是日本尾崎行雄做的，简直不把我们中国放在眼里
。
大家发一个愿，认为要救中国，只有到处办学堂。
”黄炎培在南洋公学读书时的老师蔡元培去世后，在他写的挽联《奉悼我师孑民先生》中，表达了蔡
元培对他的影响：最初启示爱国者，吾师。
其后提挈革命者，吾师。
惟师则讲学独倡美育，谓不执现象世界，才能接实体世界，了悟人生。
但其愤对暴敌猖狂，必争独立，百战宁辞。
在国步艰危时，痛失老成。
还我中原，祭告无忘他日。
有所不为，吾师之律已，无所不容，吾师之教人。
欲人知求真一本自由，记从长绍兴中学，以至长北京大学，弗逾初旨。
晚而主持科学研究，广纳众流，一贯斯道。
从德量浑涵中，确标趋向。
嗟余小子，心传窃奉终身。
黄炎培经由蔡元培的介绍，加入了同盟会，参加了革命。
但他同时，也追随张謇，参加江苏教育会的活动。
在辛亥人物中，他的年龄居中，1911年时，一十三岁。
孙中山、黄兴、章太炎、蔡元培比较年长，当然，北洋系和立宪派领袖更为年长。
而蒋介石、戴季陶等比较年轻。
1912年黄炎培出任江苏省教育司长，已是社会中坚人物。
黄炎培是今上海浦东川沙人，虽然离上海市中心不远，但在他成长的年代，那里仍然是一个海滨乡僻
之地，新思想的辐射要比大都会慢半拍。
1900年以前，虽然读过一本《天演论》，但他基本上还是个旧式的读书人。
1901年到南洋公学读书时，他才接受了一年多的新式教育。
尽管如此，从情理上估计，他应该比当时中国多数读书人，更早地接受新式教育。
从他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到，辛亥时期的人物，他们接受的基础教育，仍然是儒家教育。
尽管在接受新式教育前，他还没有到而立之年，保有青年人的可塑性，但基本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也
已开始成形。
儒学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以天下为己任的基本理念，对他一生都有影响。
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接受的新思想也很有限，懂得了国家危亡的形势，爱国的道理和救国的步骤，
以及自由求真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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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本书的写作是在整理《黄炎堵日记》的基础上进行的。
从2002年开始，先研究黄炎培的伦理观，这一研究告一段落后，又扩展研究黄炎培的几位儒商朋友。
我对黄炎培的研究，一直得到黄孟复同志的支持，这一课题的研究，也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老年科
研基金的资助。
同时，本书在研究、资料搜集和写作过程中，一直得到黄炎培故居管理所副所长徐汇言同志的全面协
助。
谨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老年课题条件的限制，课题结项的时间比较紧，同时，年纪大了，精力不足，不能胜任在艰苦的
条件下去从事资料的收集工作。
因此，本书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说，缺陷比较多。
之所以决心付诸出版，是因为觉得本课题研究中发现的儒商精神比较重要，以往没有引起学术界的足
够重视，希望收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目前企业界也很重视企业品位、企业文化问题，这个近代中国的儒商伦理问题，也值得企业界重视，
而且确实有企业家在企业文化中重视发扬儒家文化精神，本书可以供他们参考。
我想本书的出版对目前盛行的企业文化的研究，也有参考的价值。
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雅意，惠予出版这本不太成熟的著作，特此致谢。
2007年5月30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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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儒商？
目前学术界还没有明确的定义。
《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大体上属于经验型的著作。
即首先尊重事实，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作出初步的分析。
《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是在学术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归纳，把黄炎培、张謇、陈嘉庚、范旭东
、卢作孚作为一个群体进行研究，发现了他们的“儒商”特色和共性。
《黄炎培与近代中国的儒商》通过研究，希望纠正过去历史学界把他们简单地归纳到“大资本家”、
“民族资产阶级”行列的错误分析。
对于这些不追求个人财富积累，甚至没有多少私人资本，为社会服务，过着简朴生活的特殊的企业经
理人，我们应该有一个新的分析和历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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